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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國語科教材蘊含

「死亡概念J 之探討

陳世芬﹒楊淑晴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國語科教材豆豆合死亡概念之情形，根據

分析結果，進而提出建議，以供教師援引進行死亡教育隨機教學

之參考。研究方法採內容分析法，範囡涵蓋康軒、明倫、南一、

因為四版本一五六冊，計二十四本教科書，並以 Tamm 與

Granqvist (1995)提出的死亡概念構面作為歸類指標。研究發現:

在死亡概念的層次土，四版本均較偏重「生物性」和「形而上」

的死亡概念，至於「心理土」的死亡概念則是比例最少者。另

外，在死亡概念的份量上，四版本均有隨年級上升而逐漸增多的

雛形出現，然而，形而上死亡概念在一、二、三年級教材中，均

有不少的份量比例出現，益未隨著年級的增加而逐漸提升概念的

層次。後續研究建議可將其它年級的課本與其它科刻的教科書納

入研究，並針對詞語所屬之文章背景脈絡與深層內涵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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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壹、緒論

一、前言

死亡是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Kubler-Ross， 1969) ，死亡經驗則是所有人

類普遍且共通的生活經驗。在個體成長過程中，死亡事件隨時會降臨、發

生。然而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死亡」卻成為一件令人避諱的話題，不

僅民間對於死亡有許多禁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死也是諱而不談，取

而代之的卻是報章媒體中所描述的社會兇殺案件，導致兒童、青少年，甚

至一般社會人士受到誇大不實的報導所影響，對死亡產生錯誤的認知、焦

慮與恐懼，因此難以建立對生命價值的正確覺知。論及我國國惰，大部分

的人幾乎也只談到「人生觀刻意避免談到「人死觀」。然而存在主義

哲學家海德格對我們如何面對「有日不在人世」的態度卻描寫的非常透

徹，他認為真正面對死亡的態度即是:承認自己也會死亡，而不是消極地

說 r 人們都會死」

Feifel (1 990) 指出「死亡態度的深入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壓力的適當

及不適當反應的理解，以及加深對人格理論的掌盤。」根據許多心理學家

的研究，生命概念或死亡概念的發展，有大致的順序和時期 (Childers & 

Wimmer，的71; Kane, 1979; Mahon , et al., 1999; Melear , 1973; Speece & Brent, 

1984; Speece, 1987; Tamm & Granqvi哎， 1995) 。一般來說 ，十八月的嬰兒就

對「消失』情形感到好奇(8rent ， 1977/1978) ，隨著年齡增長，兒童逐漸感

受到死亡的神秘、 ，而且大多數的兒童對死亡的題目很有興趣，在很小的年

紀就開始提問相闊的問題( Fredlund, 1977; Seibert et a l., 1993 ;劉惠美，

民 77 張淑美，民78 )。然而，我國兒童對死亡的了解，甚少透過正規學

校教育或家庭教導獲得，而以兒童本身經驗及受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為多

(林蒸增，民的;陳秋娟，民 87 張淑美，民 78 劉惠美，民78 )。在死

亡的神秘面紗下，如果接觸一些扭曲、神秘或荒誕不經、怪力亂神的童話

故事書、乃至神鬼故事等，易使兒童產生錯誤或片面的死亡認知，造成對

死亡持納悶、恐怖、疑惑的態度。

根據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學派理論，兒童期的生活經驗足以影響其一

生人格的發展。如果兒童在面對死亡、失落與哀傷等問題沒有得到適當的

安慰及引導，不僅影響兒童的人格形成 、 情緒、心理及認知的發展，而且

影響會延伸到未來生活方式及成長 (Kastenbaum & Aisenburg , 1972; Yal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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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因此，學者們敦促死亡教育有必要儘早在各級學校中實施，如

Kurlychek (1 977) 即將死亡教育 (death education) 定義為 「 死亡教育是一個歷

程，促進個人察覺到死亡在吾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提供課程架構以

協助學生檢視死亡的真實性，而將之統整於自己的生活中 。 j (p.43) 反觀

我國自一九六0年代始有關於死亡教育的研究論文產生，一九九0年代始

於各級學校推動死亡教育，然而或因對死亡教育本身的名詞仍有所顧忌、

或因對其目標有所偏執、或因課程內涵設計取向異質性高 ， 因此有「生命

教育 」 、「生死教育 」 、「死亡教育」等諸多名詞因應而生 。

在面對迅速的社會變遷與衝擊下，許多新興的課題諸如環保教育、性

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反毒教育、死亡教育等 ，如只依賴課程標準和教科

書的修訂，必然緩不濟急;而且，在學校不可能無限地增加教學科目之困

境下，同時基於後現代課程發展強調合作性、整體性及科際性，以昌盛合方

式規劃建構國小死亡教育課程，採分散型態，把有關死亡教育課程內容分

散到現有教學科目之中(社會、自然、語文科等)施教，一者可避免增加

學生的負擔，再者，整個教育體制能達成一線，給兒童完整的死亡概念，

更能將教育的成效發揮到最大。

準此，就國小低年級而言，教師或可利用現有國語科教材，呈現有關死

亡概念的課目或語詞，帶領兒童真實認識死亡，教導兒童正確的死亡觀念。

因此本研究擬以內容分析法，概略分析目前國小國語科教材中所蘊含之死亡

概念，提供教師援引進行死亡教育隨機教學之參考。而隨著教育改革風氣的

潮流漸盛，國民小學新課程在民國八十三年宣佈開放，八十五學年度開始，

各校均可以自行挑選各種審定通過的教科書教學(秦諜琦，民 87 )。現階

段的國小教科書版本種類繁多，同時尚在編定過程中。因此，本研究接選取

四個版本的國語科教科書為研究對象，以Tamm與 Granqvist ( 1995 )對死

亡概念的分類橋面為理論架構，藉以了解目前國語科教材中所蘊含死亡概念

相關詞語的層次與份量。研究者期望這份簡略的報告雛型，能拋磚引玉，引

起更多的研究者來投入此一領域。

二、 研究 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提出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分析四個版本(國編版、康軒版、南一版與明倫版)之國語科教材所

呈現的死亡概念層次與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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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析四個版本(國緝販、康軒版、南一版與明倫版)之國語科教材各

年級所呈現的死亡概念層次與份量。

日探討四個版本(國緝版、康軒版、南一版與明倫版)之國語科教材中

死亡概念各層次的相關詞語，以供教師援引進行死亡教育隨機教學之

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死亡的酒意

「死亡 J 是生命的結束，醫學辭典將死亡定義為「由心跳和呼吸之停

止所頭示的外表生命的消失 J (哈佛大學，和馨園出版社聯合出版，民83) 。

Kalish (1 989) 把死亡界定為從瀕死到已死的轉移過程，而瀕死即是有機體

喪失功能的一段時期，故死亡可界定為一個人變成身體上的死的狀態

(Atchley, 1987) 。各種有關死亡的分類，可歸納為四類(李復蔥，民76 張

淑美，民78 黃天中，民的;葉昭渠，民73 ) 

(寸生物學及醫學上的死亡:生物性的身體機能、臘器、器官及所有生命

系統永久的、不可逆的停止功能。

(斗心智或社會性死亡:人類有意義生命的消失、沒有思想、缺乏感覺。

臼法律上的死亡:根據法律條文所斷定的死亡。

四病理死亡及異常死亡或非病死:前者為疾病導致的生理死亡;後者為

外力因素致死。

二、哲學涵意

哲學是所有知識思想的源頭，有關心靈的闡述、生死的存滅均是哲學

家關注的話題，中、西方哲學源頭不同，各有一套哲學恩惟，以下就中、

西哲學家對死亡的觀點做一分析與說明。

←)中國哲學家對死亡的觀點一儒家、道家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其中主授哲學潮流者以儒、道二家恩想影響

最鉅，因此，在討論中國哲學家對死亡的觀點時，有必要將二者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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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性的簡介。

1 儒家

王邦雄(民 83 )研究指出:儒家認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結束，

人既然出生，就無法避免老、病、死，死是極其自然的現象。死既

是自然之現象，因此，面對死亡便無須過分哀傷，而更當省思有生

之日道德精神層次的品德涵養。鄭曉江(民83 )研究歸納儒家死亡

觀念與智慧如下:

(1)儒家視「死」為「生」的另一種形式，這種死亡本體論有助於人

們從死亡的恐懼中解脫出來，進一步體會生命的本質。

(2)儒家的死亡智慧重視生命行程中道德價值的開掘，堅信內蘊先驗

道德必然性的存在 ， 把真理置於「生死」之上，生時為道義而努

力奮門，亦可為道義的實現而獻出寶貴的生命。

(3)儒家的死亡智慧又包含對人們進行死亡心理安慰的內容，它要求

人們生前要有理想、有追求，在為事業的忙碌中，忘懷死亡的迫

近，也就是要求人們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人生的動力，擺脫

「死亡」的種繞。

2 道家

老莊思想是道家的精孽，其對生死本質的說明主要引自大自然

的生滅循壞現象。程安宜(民87 )整理歸納老藍的生死觀有下列三

項:

ol r 如實」與「現世」的生死觀:老莊以「道」之「自然」原則說

明現象界一切生滅循環的變化，所顯示出的就是「如實」的態

度。此外，老在亦重視「現世」之個體實存層面，關心從生到死

的生活情調與生命的實現，因此，人唯有珍惜當下，完成「現

世』的實存意義才是對待生命的態度。

(2)重視個體之反思與覺醒:在子提出超越生死的關鍵在於「心齊」

與「坐忘老子則說「致虛極」、「守靜篤亦即老莊均重

視個人內在的反思與覺醒的修養工夫，故要達致忘卻生死，逍遙

無待的精神境界，必須不斷地內省。

(3)珍視生命與人生價值:老莊對生命的珍視則表現在對形軀生命的

不妄為和不執著，且更重視精神生命的存養，因為珍愛生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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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希望將此生命的無限性開展出來。在領悟生死意義之後，有更

積極的生命情態，可以在有限生命當中，實現生命的真與善。

(::.)西方哲學家對死亡的觀點一海德格的存在主義

海德格曾說:踏實的人是一個面對現實的人，他承認不免一死是

自己的結局，參照這個結局計畫自己的一生(段德智，民的)。這正

是從「死亡」呈顯「存有」的最高價值，且海德格亦認為可從存在

性、現實性與陷溺性三個角度來分析「朝向死亡的存有 J (吳和堂，

民86 ) 

1 . 就存在性的角度

由於「死亡」是一種存在的可能性:這種存在的可能性，會導

致 「在世存有」做可能的結束，因此小存有」 一存在於世，便

是一個「在結束中的存有 J 而諷刺的是小存有 」 一但拯達了

這個 『結束通常無法真正體驗到自身的死。所以，海德格視

r 死亡」為生命的現象、存在的特徵以及存有的一種可能性，而這

種觀點是經由 「小存有」自身的心境的關頭 ，而把喔現在。就因為

運用了「心境感知法 J 海德格才超越7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認知

法，進而掌捏了每個人逼近「死亡』的可能性。

2. 就現實性的角度

在現實中小存有」感知自己是被拋鄉於世，因此對「死

亡 J 無能為力，準此而論 r 小存有」的本質就是:一個被拋入於

「將死到死之存有 J

3 就陷溺性的角度

「死亡 J 是 「小存有」的存有可能性， 然而，若有人想逃避，

這才是真正的陷溺。因為人以 「 人們」的觀點在看待「死亡亦

即用一視同仁的公眾性姿態，在客觀的審視死亡，這也就是「人們

之死」已變成是一項人世問經常會出現的「事件 」 、 「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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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概念研究

卜)死亡概念內涵

國小國語科教材鐘合「死亡概念 J 之探討

張淑美(民78 ' 14-15 )綜合國外學者對死亡概念之研究結果，將

死亡概念成份及次概念大致歸納如下:

1. r 不可逆性 J (irreversibility) 

涉及對「生物一旦死亡，其肉體無法再度復活 J 的理解。但是

僅限於肉體層面，和精神層面死後的觀念完全分開。對此成份而

言，另有其他名稱，如「死亡的終極性 J (death as fi naJ)、「不可取

逆性 J (irrevocability) 、「死亡的永久性 J (death as permanent) 等 。

2. r 無機能性J (nofunctionality) 

意指對「死亡時，所有界定生命的機能均停止 J 的理解。但是

僅限於肉體層面，無關乎精神層面死後的觀念。有學者以「不具功

能性 J (dysfunctionality) 、「終止住 J (cessation) 等詞代替。

3. r 普遍性 J (universality) 

涉及對「所有生物都會死掉 J 的理解 。 學者認為相同涵意之詞

有「不可避免性 J (inevitability) 、「死亡是己身的事件」。

4. r原因性 J (causality) 

意指對「導致生物發生死亡原因」的理解，合「自發因素」與

「外力因素」或兩者共同造成的死亡。

(::)死亡概念發展研究分析

Nagy (1 948) 利用匈牙利布達佩斯378 位三至十歲的兒童作為研究

對象，探討兒童對死亡的看法。結果將兒童的死亡概念發展劃分成三

個時期:

1 第一階段:三到五歲

此階段的兒童否認死亡是一定的及最終極的歷程，視死亡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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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的過程，是一種離去，故死亡是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存在的方

式。此階段類似皮亞傑的前還恩期。

2 第二階段:五到九歲

此階段兒童傾向將死亡擬人化，認為死亡是一個人被死亡先生

抓走才會死，所以兒童知道死亡是生命的終結，但並不是普遍的，

並不希望自己會死。此階段類似皮亞傑的真體運恩期。

3 第三階段:九歲以上

此階段或以上的兒童知道死亡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且是真

實的，自我中心思想已經減退，也是可以達到成熟了解的階段。此

階段類似皮亞傑的形式運恩期。

而Wenestam 與 Wass (1987) 使用現象國 (phenomenographic) 的方法

研究學生對「死」這個字的知覺和死亡意義，得到十個概念如死亡原

因、情緒、文化或宗教的習例或符號、基督概念、死亡的本質等，這

些發現對研究者理解兒童及青少年的死亡概念提供了系統、有意義的

歸因依據。 Tamm與 Granqvist (1995) 根據Wenestam與 Wass (1987) 所使

用現象圖分析方式，研究瑞典勘den地區431 位兒童和青少年的圖畫與

文字敘述，依照圖畫與敘述的質性差異，歸納出三個主要概念和十個

次要概念，其分類依據和說明如下所述:

1 生物性死亡概念 (biological death concept) 意指因某些事件所導致

之死亡，或對死者身體與死亡一瞬間的描述。

(1)暴力死亡 (violent death) 戰爭、槍擊、謀殺、各種意外事件等造

成的死亡。

(2)死亡一瞬間 (moment of death) 強調人在死亡的瞬間，靈魂和身

體分開的狀態。

(3)死亡狀態 (state of death) :人躺在棺木中、或一種已死不可回復的

狀態。

2. 心理上死亡純念 (psychological death concept) 意指各種與死亡或

瀕死有關的情緒反應。

(1)悲傷 (sorrow) 人因想到死者或死亡事件所引發的哭泣、流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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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2)心理意象 (mental imageries) 因想到死亡事件或死者而產生的焦

慮、恐懼等。

(3)空虛 (emptiness) 黑色的、灰色的、無形式的形象，屬於一種與

生俱來與死亡有關的原型。

3 形而上死亡領念 (metaphysical death concept) 意指複雜的、宗教

的、文化或哲學的死亡概念抽象意涵或形式。

(1)隧道現象 (tunnel phenomenon) 從黑暗到光明的隧道，或窗內外

有黑暗和光明的對比。

(2)死亡神秘、 (mystery of death) 有關宗教、文化、個人表徵的神秘、

符號，如西方國家的十字架、蠟燭等。

(3)擬人化 (personification) 將死後的人比擬成惡魔、骷髏等人的形

象。

(4)天堂、地獄的知覺 (perceptions of heaven and hell) 知覺天堂有上

帝、自雲、天使、神仙等;地獄有蜘蛛、冒古髏、冥王等。

而 Tamm 與 Granqvist (1995) 除了得到這十個死亡概念的層次之

外，他也從中發覺隨著年齡漸增，兒童展現出生物性死亡概念漸減，

相對的，兒童展現出更多有關形而上的死亡概念，且在性別差異的比

較上，男生傾向於表現生物性死亡概念，而女性則較傾向展現心理上

死亡概念。

綜合上述幾位學者對死亡概念的探討研究，可以發覺兒童死亡概

念的形成發展相當類似於皮亞傑的發展階段觀，乃是由具體的概念到

抽象的概念逐步發展，因此本研究基於文獻探討中學者所持的論點，

進行分析討論。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不同版本的國語科教材所蘊含的死亡概

念內容及份量有何差異。 茲將內容分析法的要義、研究採取的變數衡量與

定義，以及研究範固與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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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分析法

傳播學者貝勒森 (Berelson， 1952) 將「內容分析法」定義為將明顯的傳

播內容，作客觀而有系統的量化，並加以描述的研究方法。柯林格

(Kerlinger, 1986)將「內容分析」界定為以一種系統、客觀與定量的研究分

析方法，來測量傳播中某些可測得的變數。侯士提(Holsi ， 1969) 則指出「內

容分析 J 是一種推論的技巧，透過訊息呈現的特徵來加以推論，並進行客

觀、系統的驗譚。

二、變數衡量與定義

本研究根據上述Tamm與 Granqvist (1995) 研究所得之死亡概念層次內

涵，以及研究者對國小教科書的實際觀察與分析後，歸納出死亡概念類目

表(如表 l 所示) ，以衡量國語科教材內容中「死亡」概念的份量與層

次。茲將死亡概念類目的定義與例子說明於表1 。讀者要注意的是在類目

的統計上是以精簡量化頻數分析為主，各類別中所歸類皇宮l計有關死亡概念

的詞語，實質上有不同程度上的讀意。

←)單位化---分析單位

單位是指內容要數量化時所必須採用的標準分類。本研究以四個

版本課文中所鐘含有關死亡概念的詞語等作為分析單位。

∞樣本選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語科教材有關死亡概念的內容分析。園於

目前教科書仍在編輯中，有些版本的教科書緝排加數不全，本研究選

取較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版本一新編的國編版、康軒版、明倫版、南一

版，一到六加國語科教材為研究樣本，做初步的比較分析，以期瞭解

目前國語科教材中蘊含死亡概念的相關詞語的份量與層次。

nU Fhd 
唔
，
-
A



國小國語科教材正直令「死亡概念」之探討

表 1 死亡概念類 目 表

顯 過

細 自 定 華 Ø1J 于
目 號

暴力死亡 AI 因外在畢力事件引起的死亡﹒ 例個戰爭﹒槍擊、路殺、土吊﹒自殺﹒受傷 ﹒

各種意外等造成的死亡﹒

生

死亡的一瞬間 A2 死C之時﹒靈魂和身體分闊的狀態﹒ 例姐死亡時有一縷白煙﹒ λ影出現﹒

物

死亡狀態 的死人躺在棺木中，或已經死亡不能11 例如死者的遺體﹒

性 活的狀態等﹒

死疾病死亡 A4 導致人可能會死亡的疾病﹒ 例如癌症、重病﹒就行病等﹒

亡被能喪失死亡 的因生物存活所需機能喪失而導致死亡 例如渴死﹒餒死等﹒

概

生命的界限 A6 生物生存與死亡的界隕﹒ 例如生前﹒死後﹒

念
生物死亡前的 的 人有生命危險時會出現的訊號或缺徵 Ø1J姐求救費 、救命等 ﹒

訊號或符號 物﹒

悲傷 BI 在墓地或想到死亡時哭泣的情景﹒ 例如流淚﹒哭泣﹒噴咽等景象 ﹒

心心理意If! B2 想像或幻想產生的焦慮或恐懼，而這 i列車目聽到鬼故事而害怕或害怕死亡﹒

理 些都與死亡有關﹒

上

死 空虛 的強詞黑色 、灰色的意象、 和死亡有關 例如了無生趣、寂寞空虛等 ﹒

亡 的原型為黑暗 ‘ 空洞﹒無形象、虛無

概 等﹒

念
懷念﹒追恩 B4 茵想到死者或死亡等情景而產生的追 例如想念死者 ﹒追悼死者等﹒

恩‘懷念﹒

隧道現象 CI 此為讀讀死的經發且是經由人親自 例如人在彌留或危急昏迷狀態時，常會知覺到

描述出來的﹒此經發包含黑暗的隧道 自己正處在黑暗的隧道中，而此時有一道金光

形 中有金色的光，且籍還此光可從黑暗 出現指引自己通向光明 ﹒

遇到光明.或窗內租窗外是黑暗和光

而 明景象的對比﹒

土 死亡神秘 C2 主要是藉由符號來展現崇敬 、文化、 例如西方國家常見的死亡神秘現象為+字架﹒

個人表微的死亡神秘現象等﹒ 鐵燭、火焰、花 、 血紅的心等;中圖為墓碑 ﹒

死 墓地、紙錢、清明鉤的習俗「掛紙J ‘燒香拜

拜等﹒

亡
鐘λ化的形象 o 把死亡後的人比接成某種λ體的形象 例如鬼魂 、 惡魔、自由偉、 祖仙神靈等錢人的形

攪 . If!. 

念 天堂﹒地獄的 C4 天堂有主管﹒自雪 ‘ 天使﹒神{山、仙 例如人間仙境‘老天爺、 神仙 ‘天使 ﹒

知覺 樹或虛幻的最敏等;地取有惡魔﹒蜘

蛛﹒冥王等﹒另外還有在天堂、地獄

之間的通道或門﹒

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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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編碼與資料濃縮

本研究依據建構類目，形成研究之編碼表，聘請二位具有國語文

專業知識者擔任續路員，其中一位為師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生，現為

擔任國小國語科教學實習教師;另一位為中文系畢業，現為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學生。二位緝噶員連同研究者分別就國語科教材中的文字內

容進行分析，被據表 1建構的死亡概念類自衰，逐一將教材中蘊含死

亡概念的詞語抽離出來並進行量錄。在緝寓前，由研究者和編厲員對

研究方法及變數衡量方面，進行說明與溝通。在編喝過程中，要求編

碼員針對建構類目中的細目，進行分析;同時為避免互相干擾而影響

研究的信度，三位緝磚員分開作業。續E馬員完成樣本登錄工作後，進

行騙噶表核對與分析比較。當變數的登錄有所不同時，由研究者進行

確認的工作，以決定最後的結果，而結果確認後，則進行資料的整理

與濃縮，亦即分別將不同版本的教科書與死亡概念建構類目結合在一

起，以計算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在各個衡量變項之結果。

(吋信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是指測驗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而言。內容分析

的信度係指編磚員對分析單位之內容意見達到一致的程度(王石番，

民的;歐用生，民80 )。若編磅員對所有分析單位意見一致，則表示

其間之相互同意度高，信度自然也就高。各學者對信度要求的水準有

不同的看法，貝勒森(Berelson， 1952) 認為內容分析法的信度應達90% ' 

而 Kassa吋ian (1977) 認為信度若高於85%即可接受，若低於80% '則研

究的信度可能值得懷疑。本研究將所蒐集的樣本，經編碼過程後，進

行信度檢驗。由研究者計算緝~員間的相互同意度及信度。經計算

後，三位評定員之平均相互同意值為 0.96 '緝互惠信度為0閥的。達到

Kassa吋ian (1977) 所要求的最低信度要求準確性85% 。

肆、資料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依據編碼架構，將資料整合與核對進行分析，根據所得的結

果，將四個版本的國語科教材薇含死亡概念的層次和份量分佈，以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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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所呈現出的差異情形說明於下:

一、四個不同版本國語科教材中，所蘊含的死亡概

念層次和份量差異性

表2呈現四個版本在死亡概念各層次的分布次數和百分比。茲將國

緝、康軒、南一、明f侖版圖語科教材中所呈現的死亡概念的內容差異性和

呈現份量，分別就生物性、心理上與形而上死亡概念說明如下。

(→生物性死亡概念

由表2得知南一版對「生物性」死亡概念提到的次數和E分比最

多，約佔 60% ( n=24) .國煽版、康軒版次之，約為36% ( n= lO )到

38% ( n=8) .明倫版所提到的比例最小 ， 僅佔 20% ( n=5 )。四個版

本均有提及「疾病死亡」次概念，在課文中分別以「疾病、生病、身

體不舒服」等詞語傳達。而與其他版本相較，國續版教材對「死亡狀

態」次概念有較多的描繪，在課文中以「死、犧牲、化石」等詞語傳

達;南一版則對「救命、求救聲、急救、救護車」等有關「生物死亡

前的訊號或符號」的詞語多有描述。

匕)心理上死亡概念

四個不同版本教材內容中傳達有關「心理上」之死亡概念的語彙

較少，約為 10% ( n=2 )到 24% ( n=6 )左右。其中，明倫、康軒、南

一版主要以「悲傷」、 r 懷念、追恩」次概念來表達，例如以「痛

哭、難過」表達悲傷意涵。而國編版主要以「悲傷」、「心理意象 J

這兩個次概念為主，其在課文中用以表達「悲傷」次概念的字詞與其

他三個版本無異，而以「可怕」字詞來表達「心理意象」的次概念。

日形而土死亡概念

在形而土死亡概念之中，國編、明倫、康軒版所提到的比例約五

成左右，甫一版僅佔27.5% (n=11) 。國編、明倫、南一版在呈現形

而上死亡概念主乃以 r 死亡神秘」次概念為主，分別以「紙錢 、 上

香、祭拜、掛紙、祭品、掃墓、墓地」等字詞表達;康軒版則偏重

「天堂、地獄的知覺 J 在課文中呈現「天神、天帝、老天爺 、仙

q‘u p門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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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 等字詞。至於Tamm與Granqvist( 995) 提及有關 「 隧道現象 」 之死

亡次概念 ， 在現階段分析的四個不同版本的國語科教材中均未提及。

表2 四個版本國語科教材、建合死亡概念的層次和份量

類 目 細 目 國續版 明f侖版 康軒版 南一版

A 1暴力死亡 l 4 

的死亡的一瞬間 。 。 。 。
生物性 的死亡狀態 4 。 。 3 

死亡概念 A4疾病死亡 2 3 5 3 

的機能喪失死亡 。 。 。 4 

A6生命的界限 2 

衍生物死亡前的訊號或符號 2 。 8 

計 10 ( 36的 5(20的 8 (38的 24(60%) 

8 1悲傷 2 2 2 

心理 上 82心理意象 2 。 。 I 

死亡概念 的空虛 。 l 。 。
84懷念、追思 。 3 2 

計 4(14的 6( 24%) 2(1 0%) 5 (1 2.5唱

C1隧道現象 。 。 。 。
形而 上 C2死亡神秘 6 11 l 6 

死亡概念 C3擬人化的形象 4 l 1 3 

C4天堂、地獄的生日覺 4 2 9 2 

計 14(50%) 1 4( 56的 11( 52的 11(27 . 5的

總 計 28( 100唱) 25 (1 00的 21(100的 40 (100的

二、四個不同版本國語科教材中，不同年級所蘊含

的死亡概念層次和份量之差異性

(→年級差異

表 3即為四個版本之不同年級教材所蘊含死亡概念層次的分布次

數和百分比。由表3得知 :明倫、南一版國語科教材中呈現死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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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數有隨著年級上升而遞增的趨勢，從一年級不到 5% '二年級的

二、三成(16% (n=4 )到 23% ( n=9 ) ) ， 到三年級七、八成比例( 72% 

( n=29 )至 84% ( n=21) )。至於國縮、康軒版的情況則迴異，國緝

版教材中一年級有關死亡概念的次數多於二年級，康軒版教材則二年

級多於三年級。

(二)概念與年級差異

另外，就各版本所呈現死亡概念的層次加以分析時，發現「明

倫」、「康軒」版一年級的教材未提及有關死亡概念的相關詞語，

二、三年級的教材則逐漸將重點放在「形而上」層次的死亡概念上。

其中明倫版在三年級教材中呈現「形而上死亡概念」層次的死亡概念

較多，而康軒版則描寫「形而上死亡概念」層次較多、「生物性死亡

概念」層次次之心理上死亡概念」層次最少。國續、南一版一年

級的教材中呈現心理上的死亡次概念與形而上的死亡次概念多於生物

性的死亡次概念，二年級時心理上的死亡次概念的呈現為零，三年級

時形而上死亡次概念的呈現次數均比一 、二年級多。

表3 不同年級與版本之國語科教材建合死亡概念的層次和份量

國續版 明偷眼 甫一版 康軒服

頭目 細 目 (年組) (年級) {年組) {年訟)

A1暴力死亡 。 。 。 。 。 2 2 。 。
生物

A2死亡的-lIIrdl 。 。 。 。 。 。 。 。 。 。 。 。
性死

的死亡狀態 。 3 。 。 。 。 2 。 。 。
亡概

A4街青死亡 。 。 2 1 。 2 。 3 2 

念
的揖員回吧妙E亡 。 。 。 。 。 。 。 2 2 。 。 。
A6生命的界限 。 。 。 。 。 2 。 。 l 。
衍生物死亡前的訊號或符號 。 。 2 。 。 。 。 2 6 。 l 。

a心理 B1憩11 2 。 。 。 。 。 2 。 I 。
土死 B:z，心理意象 2 。 。 。 。 。 。 。 。 。 。
亡概 的空虛 。 。 。 。 。 。 。 。 。 。 。
念 臥龍智、 i直恩 。 。 。 。 。 3 。 。 2 。 。
形而 C1隧道現象 。 。 。 。 。 。 。 。 。 。 。 。
土死 口死亡神祕 。 。 6 。 。 11 。 。 6 。 D 

亡概 c3錢人化的形象 2 。 。 。 。 3 。 。
念 C4天堂﹒地獄的知覺 。 3 。 。 2 。 。 5 4 

不同版本各年a次數'J、計 7 6 15 。 4 I 21 2 9 I 29 。 13 s 
不同版本各年級百分比，均t(，) 25唱 21啞 54~ 的 1的 8~萬 5" 23'直 72' ~I 62聾 38' 
不開眼本車里次數(百分比的 28(1酬 25( 100>) 40(1∞則 21( 1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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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伍、綜合討論

根據本研究對四個版本的國語科教材中所呈現的死亡概念份量及層次

的分析和探討，可歸納得知以下的結論:

一、死亡概念的層次

綜觀四個版本在呈現死亡概念的層次時，均比較偏重「生物性 J 和

「形而上」兩層次的死亡概念，至於「心理上死亡概念 J 所佔的份量則是

三類中比重最少者，其百分比不超過 25% 。四個版本教科書在形而上死亡

概念的認知上，多以有關宗教性或神秘性的祖先、鬼、紙錢、香、祭拜等

詞語傳達，此或許與我們特有的宗教文化有關。然若與皮E傑萬物有靈論

的觀點相較之，教材編排者將這些詞語納入教材中，並且在一、二、三年

級中反覆提及，似乎不符合兒童從具體到抽象之發展還輯，而比較合乎我

國的宗教文化特色。而有關「形而上」的鬼魂之說涉及不同宗教習慣和信

仰與價值觀等，是否符合吾國兒童的死亡認知發展成熟度，以及是否適合

安排在國小低年級的課程，目前鮮有相關的研究論述。然而要注意的是一

般民間傳說故事、鬼怪之談，主旨多為懲惡揚善或孝順父母，而非討論

生、死為主，兒童吸收與內化的可能不是行善與孝道觀，而是增添其形而

上的鬼魂之說與來世概念，抑或加深其恐懼的負面情緒(林蒸增，民86 )。

因此，教師需護慎恩慮闡釋這些概念，由不同的宗教背景探討死亡問

題，用不同的學習經驗加以發展，幫助兒童了解有關死亡問題，使兒童能

得到最適切的引導，而不致與生活相違背，造成觀念混亂;男一方面避免

似真似假的故事或童話，造成兒童對死亡概念的混淆不清或引發負面情

緒。

從生活經驗觀點來看心理上」的死亡概念出現的百分比最少，此

或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民族性有關。因為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並不鼓勵

個人表達自己的情感，而心理上的死亡概念涉及情感的流露與展現，所以

在課程教材中著墨不多。相對的，生物性死亡概念層次因為與生活經驗有

強烈的關遠，如渴死、餓死、求救聲、呼救等字詞經常出現在我們生活用

語之中，所以這一類的死亡概念自然份量和出現E分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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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概念的份量

從表3的資料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死亡概念份量的分布有一種隨著年級

的上升而逐漸增多的雛形出現，這種現象對學生來說是有益的，因為隨著

年紀的增長，生活經盟會的擴大，學生對生、死的理解與需求可能會逐漸增

高，因此，逐漸增加有關死亡概念詞語的份量，可以提供教師適時的給予

學生機會教育，讓學生形成正確的死亡概念。然而若將表3的資料統計結

果與Tamm與Granqvist (1995) 的研究結果相較，兩者所發現的結果並非相

當一致。 Tamm與 Granqvist (1995) 在研究中發現:和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

論頗為一致，兒童隨著年齡漸增，展現出的生物性死亡概念漸滅，而有關

形而上的死亡概念有增加的趨勢。而本研究發現，四個不同版本的國語科

教材中，形而上死亡概念在一、 二 、三年級教材中，均有不少的份量比例

出現，並非隨著年級的增加而逐漸提升概念的層次。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的方法，援引 Tamm與 Granqvist (1 995) 死亡概念的

分類橋面，以了解目前國語科教材蘊含死亡概念層次與份量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四個版本國語科教材有不少蘊含死亡概念的部份，限於篇蝠，

證將四個版本課文中有關生物性、心理上、形而上死亡概念的詞語摘要整

理於附錄一，以供教師進行隨機教學的素材(觸媒)。教師可於相關的活

動中，配合兒童的認知發展、心理與個人、往會需求，主動援引可以發揮

的議題適時的融入教學中，連結到兒童的生命經驗捏，以生活化、人性

化、彈性化、多元化以及對話方式來實施，給兒童完整的死亡概念，讓兒

童瞭解死亡、正視死亡，定位生存的價值與意義，進而反思「生命」的意

義和尊嚴。不過，本研究發現目前所分析的國語科教材相關字詞的層次與

份量比較偏重「生物性死亡概念」或「形而土死亡概念較少提及「心

理上死亡概念而且 r形而上死亡概念」在一、二、三年級教材中，

均有不少的份量比例出現。由於國語科教材不是專為實施「死亡教育」的

教材，因此無法評論該比例是否允當。不過令人省息的是，在規IIJ與設計

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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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死亡教育」相關課程或補充讀物，是否應根據兒童死亡認知的發展

模式，配合學生死亡概念與情緒反應的發展階段，呈現適合兒童建稽的死

亡概念，使學生產生正確的覺知，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另外，身為第一前線「死亡教育」的教師工作者，應先正視自己對死

亡的概念，以及個人抱持的死亡態度，因為老師的言行、認知概念都隨時

隨地在與兒童相處時影響學生 (Mi11er & Rotatori , 1986) 。因此教師除了應蘆

清自己對死亡的認知，同時必須努力充實自己有關「死亡教育」的專業知

能，尤其諸多國外文獻巴指陳出「如何告訴兒童有關死亡」的內容(8rock，

1998; Charkow, 1998; Delisle, & McNamee, 1981; M∞r巴， 1989; Wellhousen & 

Downey , 1992) ，可以提供教師作為參考依據，進而以開放、真誠的態度和

兒童討論死亡的議題，對其困惑給予適切地回應。而由於死亡教育包含許

多不可言喻的「意象」層面，所以教師在實施教學時，必須察覺傳遞給兒

童之信念對他們的影響，時時省思自我意念的傳輸，是否有無不當。而教

材是教師詮釋意象的一項可用資源，雖然在教材的編排上必須注重傳達的

死亡概念層次和份量的恰當性，但是教師也必須善盡詮釋者的本分，充分

利用教材資源 ，滿足學生對生、死的理解與需求，進而鼓舞學生欣賞生

命、熱愛生命、開創生命。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收集的樣本數僅侷限於一、二、三年級的國語教科書，未能涵

蓋六個年級的課本與其他科目的教科書，因此在結果部份的闡釋上不

是很完皇室。加上本研究僅僅針對詞語的表面意涵去加以分析，並未深

入探究詞語等在文章中的背景脈絡與深層內涵，後績的研究可朝這兩

項缺失加以改進。

(=l Lazar與 Torney-Purta (1991) 鼓勵學者進行有關兒童死亡次概念的發展

探究，瞭解兒童死亡概念出現的年齡、其發展先後順序或相互關係。

本研究根據 Tamm 與 Granqvist (1 995) r 死亡概念類目表建構出

「死亡概念層次」橋面，後續研究者可進一步驗證兒童期的死亡概念

發展層次和階段，同時考慮死亡概念的本土性與周延性，以提供教材

編輯者編擬教材、或是實施死亡教育相關課程之參考架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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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分類 版本

詞語出處之完整句子﹒段落

編號 (冊別 ﹒謀別)

AI 南一版(四13) 後來，發生7戰宰，軍人被敵人追殺，逃到江邊。

A3 國編版(四16) 幾千萬年以後的今天，恐龍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許多化石，讓我們
想像牠生活徑的點l'6滴滴。

A3 國編版(五1 7) 可是，默娘的哥哥卻沒有回來。從此 ， 他日日夜夜在海邊等著哥哥。

A4 甫一版(二13) 婦人說. r村于裡流行疾病 ，我們要趕快逃走. J 

A5 南一版(五7) 團和尚和扁和尚沒水喝，眼看著就要渴死了。

A6 國編版(六5) 義和表姊 ﹒ 堂弟坐在墓前，聽大人談著爺爺、奶奶生前的故事，好!最早日爺爺

、奶奶親近了許多。

A7 南一版(四14) 他用盡力氣，還是跳不出來，急著大聲喊﹒「救命啊!快來救裁

81 南一版(六3) 看7這場火災的報導，想到那個緊抱著孩子逃出火場的婦人，站在路邊呆呆

的看著房子付之一炬的老先生，以及親人們抱在一起痛哭的情景，我的心裡

好難過﹒

82 甫一版(六18) 錯，在黑睹中發出藍色的光﹒這種光能穿透各種物體，醫學上用它治療可怕

的癌症﹒

83 明(侖版(六5) 早上天空飄著細雨，天色有懿陰暗，我們坐著伯父的汽車，來到祖母墳前，

發現墳墓四周長滿7雜草。

84 南一版(六4) 再供鵬和禁果大家靜靜枷兩排恭敬的向祖先行禮提升起無

限的懷念。

C2 甫一版(六4) 到了墓地，爸爸和板叔先把雜草除掉，墓地看起來非常潔淨﹒

C3 國緝版(二9) 我又說 ﹒ 「我要聽鬼故事，鬼故事又可怕 ，又好騁。 J

C4 南一版(二13) 神仙覺得很奇怪，問﹒「你急著要去哪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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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Death Embedded within Elementary 

School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l<s 

*Che1官 ， Shih-}切﹒ **Yang， Shu-Ching 

The pu叩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s of death embedded in 
the cont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Content analysis is 
employed with death concept system developed by Tamm and Granqvist (1 995) as 
classification scheme. Sample includes four different editions of textbooks from 
B∞k 1 toB∞k 4, resulting in 24 books in tota l. The study found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level of death concept, the four editions focus more on biological and metaphysi
cal death concepts, while the psychological death concept is the least depicted. 
There are numerous references of metaphysical death concepts across the grade 1-
3 textbooks of 4 different editionds, however, they do not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death 
education for teachers and textbook publishers are laid out,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concepts of death, content analysi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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